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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路设计与制板protel 99se基础应用教程》从实用的角度出发，全面系统地介绍了protel
99se设计系统的基本操作环境，重点介绍了原理图设计、印制电路板设计与布局布线、原理图设计的
报表文件、原理图仿真、原理图符号库的制作、元器件封装库的制作等内容。
本书不仅注重于具体操作方法的介绍，而且非常注重对系统中各编辑器系统参数和环境参数的介绍，
目的是使读者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电路设计与制板protel
99se基础应用教程》特别适合初学者使用，对有一定基础知识的读者也有很大帮助，也可用作电路设
计与制板人员的培训教材或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的教学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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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9.1 原理图仿真概述 电路原理图设计完成后，通常需要先对其进行验证，然后才能
进行PCB的设计工作。
验证的方法一般有两种：数学建模的方法和物理实验的方法。
所谓数学建模的方法，就是将设计好的电路系统抽象成一个数学模型，然后对这个模型进行验证，根
据对模型的验证结果来判断电路是否合理。
而所谓物理实验的方法，则是指采用具体的元器件、导线、面板等依照电路原理图的设计方案搭建出
实际的电路，然后对其进行测试，观察功能是否正常，从而验证电路设计是否合理。
一般而言，对于规模比较小的电路系统来说，上述两种方法都是可行的，也是过去普遍采用的；但是
对于规模比较大的电路系统而言，这两种方法就显得比较吃力了，而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元器
件的种类越来越多，电路的规模越来越大，集成度越来越高，电路系统的仿真验证也越来越复杂，传
统的方法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需求，因此，现在几乎所有的电路系统设计都要依靠软件来进行仿
真。
Protel 99SE作为一款相当具有影响力的电子设计软件，自然也为广大用户提供了用于电路仿真的工具
，这就是SIM99仿真器。
 Protel Advanced SIM 99是一款功能强大的A／D混合信号电路仿真器，能提供连续的模拟信号和离散的
数字信号仿真。
运行在Protel的EDA／Client集成环境下， 与Protel AdvancedSchematic原理图输入程序协同工作，作
为Advanced Schematic的扩展，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从设计到验证的仿真设计环境。
其具有Windows风格的菜单、对话框和工具栏，使得用户可以很方便地对仿真器进行设置、运行，使
仿真操作更加简单、直观、有效。
 在Protel 99SE中执行仿真的方法非常简单，只需从仿真库中调用所需的元器件放置在原理图编辑器中
并连接好原理图，再加上激励源即可。
原理图仿真的一般流程如图9—1所示，下面对其进行简要介绍。
 （1）设计仿真电路原理图。
 仿真电路的设计是在原理图编辑器中完成的，设计方法与前面介绍的原理图设计方法完全一样，只是
在设计仿真电路时，选择的元件必须要具有仿真特性，否则无法进行仿真。
在Protel 99SE中，具有仿真特性的元器件都放置在“Protel 99SE＼Library＼Sch＼Sim.ddb”中，因此我
们在设计仿真电路时，必须且只能从“Sim.ddb”库中选择元件。
 （2）设置仿真元件参数。
 仿真元件参数的设置是在元件属性对话框中完成的，其设置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在执行了放置命令后
，通过按下Tab键弹出属性设置对话框进行设置；另一种方法是在放置好元件后，通过双击元件弹出
属性设置对话框进行设置。
这和普通元件的属性设置是一致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绘制普通原理图时，如果元件的标称值不
进行标注，并不会对PCB的设计工作造成影响；而在绘制仿真电路原理图时，元件的标称值是有实际
意义的，会影响到仿真结果，因此必须严格进行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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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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